
依托传统文化 深耕服务内容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记录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积淀着博大精
深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晋祠博
物馆依托历史文化优势、结合节日习俗，充分利用春节、清
明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精心设计系列文化宣讲
活动，让公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首先，在讲解中加入节日“特色”，为游客普及节日由
来、习俗及传说故事，同时精心设计、深入开展形式多
样、健康向上的线上线下专题活动，结合博物馆文物和展
览优势，带领公众体验节日习俗、增强文化自信。

2022年春节期间，晋祠博物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开展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活动，包括“一年一度

‘话’年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国传统“年”文化快闪
影片等，让游客足不出户即可感受中国的“年味儿”。端午节
期间，开展的“粽情端午”活动，通过走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居住地，拍摄短视频在抖音、博物馆公众号发布等方式推
介晋阳的端午文化，激发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中秋节期
间，特别推出“寻味中秋”沉浸式游园主题活动，让游客通过
欣赏民俗表演、收集博物馆印章，寻找晋祠“三大名匾”“三
大国宝建筑”“三绝”等活动。同时，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增加了投壶、蹴鞠、射
箭等传统游戏，让他们在领略古老游戏魅力的同时，懂得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礼让与虔敬、懂得以君子之风相处，并了解这些
传统游戏的起源与发展，在娱乐中感受浓浓的中秋韵味。

古朴庄重、规模宏大的宋代建筑——圣母殿；举世罕见
的十字形古桥——鱼沼飞梁；稳如大殿、巧似凉亭的金代建
筑——献殿，为晋祠三大国宝建筑。栩栩如生的宋塑侍女
像、苍劲挺拔的周柏、长流不息的难老泉，被誉为晋祠三绝。
这些晋祠的核心景观早已闻名遐迩，但同时让大家津津乐道
又一代代口口相传的还有水母娘娘的传说故事。“水母娘娘
的故事”于 2008年被评为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
来，晋祠博物馆大量收集整理有关水母娘娘传说的资料，并
将其改编成情景剧，不定时在晋祠景区上演，尤其是每逢“五
一”“十一”及“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周末
等节假日，博物馆都会为广大游客献上具有晋祠特色的文化
艺术表演，更加生动地为游客演绎这段反映劳动人民勤劳、
淳朴、善良的传说故事。此外，讲解员还自编自导一些具有
晋祠文化特色的节目，如舞蹈《清平乐》《相和歌》《礼仪之
邦》、朗诵《历代名人咏晋祠》《太原赋》、快板《守望家园》，以
及以文博楷模樊锦诗为原型创作的诗歌《坚守》，通过讲解员
的朗诵，让更多人了解文博工作的艰辛，了解文物背后的故
事。同时，还与太原市话剧团合作编排“剪桐封地”“三家分
晋”“晋祠铁人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之铭并序碑”等极
具晋祠文化的小剧目，在景区实景演出。这些原创节目形式
多样、精彩纷呈，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是推动晋祠文化遗产活起来的重要途径。

构建参与载体 细化服务层级

博物馆是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也是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晋祠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
少年十万余人次，开展青少年志愿讲解300余次，这为开展青
少年社会实践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2016年底，在太原市文明办的大力支持下，晋祠博物馆开
设了“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并开展丰富多彩的社
会实践教育活动。实践基地设有晋祠侍女彩塑复制品、晋祠
圣母殿模型、历代斗拱模型、榫卯木构件、滴水瓦当、活字印刷
模具等，全年安排老师为孩子们进行讲解和辅助体验活动，
让青少年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动手参与实践，组合斗拱模
型的木构件、体验活字印刷术、制作滴水瓦当拓片、DIY团扇
等。通过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系列宣传和实践活动，在广大青
少年心灵中埋下热爱祖国、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今年，晋祠博物馆针对青少年特别推出了各类线上活
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开展了剪纸、面塑等专场教学线上云
课堂活动；“五一”期间开展了“诵晋祠古韵·传千年书香”线
上朗诵大赛；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现
场教学活动；端午节推出云课堂“文博之桥”——《粽香情里话
端午》活动；中秋节举办的“指尖上的中秋节”活动，为孩子们
讲述中秋节习俗及月饼、花灯的制作工艺，并现场教孩子们制
作黏土月饼和花灯；国庆节推出的“爱祖国，传薪火”——线上
云课堂活动，线上讲解活字印刷的来历及古建筑构建中滴水
瓦当的作用；面向青少年组织开展的“晋祠国风文化青少年
节目展演”，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少年提供展示的舞
台。为了更好地宣传晋祠文化，还制作了“营造之晋祠”“彩塑
的制作工艺”“中华传统服饰——宋服”等研学课程，通过动
画、视频和老师的现场讲授与互动，更加生动形象地介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加了趣味性和参与度。这些形式多样的
文化活动，在激发青少年对民族传统文化兴趣的同时，彰显
了晋祠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示范作用。

加大外宣力度 延伸服务触角

“晋心远扬”文化宣讲的足迹不只停留于馆区内部，还组
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走出去”活动，成为文明的传承者。今
年7月，太原、忻州、晋中三市文博景区精品旅游线路推介活
动在晋祠博物馆成功举办，对晋祠、五台山、平遥古城等文化
遗产进行宣传推介，联合打造文博景区精品旅游线路，实现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此外，晋祠博物馆还先后走进源缘圆老年公寓、晋祠小
学、太原市第六十二中学校、太原市第六十四中学校、山西省
青年干部学院、娄烦下龙泉村、康培集团、太原市卫星发射基
地等，为他们送去自己编排的富有晋祠特色的节目和精心挑
选出来的精美书籍，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作为“沉浸式”讲述中国故事的载体，近年来晋祠博物馆
精心策划了一批设计精巧、内容经典的展览：“晋祠祠庙园林
之典范”“晋祠铜镜展”“晋祠折扇展”“晋祠历代名碑拓片展”

“董寿平书画展”“傅山书法展”等，而且全部上线，让观众足
不出户即可享受文化大餐。

今年，晋祠博物馆创新传播形式，利用官方公众号和抖
音平台等大力开展网上宣教活动，设计策划并拍摄“藏在博
物馆里”系列之《藏在博物馆里的古树名木》，为公众介绍不
一样的古树知识；《博物馆里的国宝碑刻》线上讲授《晋祠之
铭并序》和《华严石经》；《乐游晋祠以礼相伴》为游客展示游
览晋祠的正确方式；《博物馆里的清官廉吏》讲述了三晋大地

广为流传的精彩故事；《美丽中国》结合当今时代热潮将晋祠
博物馆的美景通过新形势呈现出来；拍摄的《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做好晋祠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系列微视频，
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打造品牌力作 提升服务质效

“国风文化”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生活方式，将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与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折射出中华民族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晋
祠国风文化节作为山西国风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其内涵丰
富、寓意深刻，凸显“融、新、精”三大亮点。其中，第三届晋祠
国风文化节，以“国潮”为契机，深挖晋祠文物背后的故事，通
过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互动性、体验感
的文化盛宴，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晋祠、太原、山西的悠久历
史和璀璨文化。文化节主要包括晋祠国风展演、“文化赋能
创享生活”——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文创产品特展、“山西
国家级非遗特展”“我与晋祠古建有个约会”主题国风游园、

“我是朗读者”晋祠诗词朗诵大赛、晋祠文化创意产品大赛、
晋祠国风互动体验等10个单元。此外，还加入了更多的亮点
活动。如由讲解员自编自演的舞蹈《宋塑华裳》，以晋祠圣母
殿内宋代侍女为原型，完整地再现了宋代宫廷生活的场景，
让公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工作人员还化身李白、范
仲淹、欧阳修，精心编排了诗朗诵《晋遇》，唐宋大咖相遇晋
祠，吟诵其描写晋祠的诗词，吟诗忆友，在晋祠上演“一眼千
年”；展现晋祠核心文化之一的“晋祠祭祀文化表演”；非遗传

承人技艺展示与互动，以及晋祠民乐表演、秧歌戏表演、新派
晋剧折子戏表演等。此外，还增加了蹴鞠、投壶、射箭等国风
互动体验活动，增强了游客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在此次文化节上，由晋祠博物馆联合沿黄河7省14家文
博单位共同发起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
旨在打造黄河流域中华人文始祖发源地文化品牌，加强黄河
流域沿线文物保护单位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联盟的支
持下，晋祠博物馆成功举办了“文化赋能 创享生活”——黄
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文创产品特展，200余件（套）文创精品
在晋祠浮屠院展出，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和好评。

可以说，晋祠国风文化节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
会主义文化方向，是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为讲好晋祠故事、太原故事、中国故
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
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作为承载民族精神与文
明底蕴的文化遗产，其合理的活化利用能够有效发挥旅游产
业和文化产业两方面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晋心远扬”——晋祠文化遗产传承及旅游
体验综合项目依托晋祠文化，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让文化遗
产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让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走出一条具有晋祠特色的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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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开拓创新，，让晋祠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让晋祠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晋祠文化遗产传承及旅游体验综合项目—晋祠文化遗产传承及旅游体验综合项目

邱萍邱萍 樊晓静樊晓静

三晋大地、并州古都、汾河水畔、悬瓮山下，有一座千年古祠，祠内古木参天，清泉遍布，近百座殿、堂、
楼、阁、亭、台、桥、榭点缀于山光水色之间，风光古朴秀丽，意蕴深厚悠长。这就是蜚声中外的名胜古迹——
晋祠。

晋祠是祭祀西周初期晋国首任诸侯唐叔虞的祠堂，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水源
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
见曦景……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说明晋祠早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晋祠是我
国现存规模最大、历史跨越最久远、最具有代表性的祠庙式园林建筑群，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晋祠
占地面积130余万平方米，存有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等宋元明清民国建筑98座；宋代彩塑典范——
侍女像等宋元明清塑像110尊；宋明清壁画907平方米；唐太宗李世民御书御制的《晋祠之铭并序碑》、武则
天亲自作序的唐代华严经石刻祖本等碑碣448通；宋铸铁人等铸造艺术品37尊；宋代的巨额牌匾——显灵
昭济圣母等楹联牌匾219幅，周柏、汉槐等千年以上古树31棵；馆藏文物10037件（套）。此外，晋祠还留存李
白、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等历代名人诗词歌赋400余首；剪桐封地、豫让刺赵、水母传说、铁人传说、三七分
水等流传数百上千年脍炙人口的典故传说数十个；晋祠古庙会等传统民俗节日10多个。这里以儒家文化为
主，佛、道及民间宗教兼容并蓄，交相辉映；悬瓮山、难老泉、古建园林浑然天成，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同
构成了晋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璀璨的人文景观。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这是中国近代著名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刘大鹏给
晋祠的最高评价。晋祠是晋文化的重要集约载体，千百年来守护、传承和滋养着三晋文明，晋祠的每一件文
物无不经历了风霜雨雪而倍显珍贵，有多少国宝期待着世人打开尘封秘密、重现璀璨光彩。这些珍贵的文化
遗产是智慧与文化的结晶 ，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近年来，按照太原市文物局的总体发展规划和文物活化利用的具体实践要求，让晋祠文化遗产活起来、
走出去，更好地服务公众、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晋祠博物馆不断探索和创新服务模式，“晋心远扬”——
晋祠文化遗产传承及旅游体验综合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该项目面向公众全年常态化、综合性地开展各类文
化传承和体验活动，包括传统节日、纪念日、节假日系列主题晋祠文化展演，青少年社会实践教育活动，进校
园、进军营、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活起来、走出去晋祠文化传承与旅游体验活动。

“粽情端午”短视频

惠民演出——舞蹈《清平乐》 传统体育活动——投壶

祭祀表演

进军营宣讲

走进“大唐实验小学”文化宣讲——表演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母娘娘的传说》

国庆节文化惠民演出

走进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宣讲

舞蹈——晋祠宋塑服饰展示《宋塑华裳》

文化惠民演出——舞蹈《礼仪之邦》

职工扮演李白朗诵《晋遇》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青少年非遗体验活动


